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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评论 

 

粮食安全立法刻不容缓 
 

何翠云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

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

警钟。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引发媒体聚焦，粮安天下，无粮不稳，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 

    新冠肺炎疫情具有不确定性，对经济贸易的影响或将具有长期性，对粮食等农产品贸易以及

全球农产品供需平衡将带来一定的冲击。联合国多次对粮食危机进行预警，一些国家相继出台禁

止或限制粮食出口政策，粮食安全潜在风险凸显。 

    粮食危机警钟长鸣，目前尽管粮食安全风险逼近，但社会粮食危机意识并没有普遍觉醒。当

前我国餐饮粮食浪费现象严重且普遍，据有关数据，我国餐饮食物浪费量约为每年 1700万至 1800

万吨，相当于 3000万到 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此次国家领导人对制止餐饮

浪费现象作出批示，再次引发人们对粮食安全与粮食危机的关注与思考。加强立法建设确保粮食

安全，更是成为社会共识。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中国人多地少，用占世界 7%的耕地养

活着世界 22%的人口。尽管如此，但每年耕地撂荒、耕地被占用的现象仍然不断。粮食安全问题，

除了杜绝餐桌浪费、避免无谓损耗之外，保护耕地以及加强粮食生产、储备、流通能力建设等也

极为重要。 

    据报道，在储粮环节，有些地方农户因为储粮方法落后造成的损失高达 8%；在流通环节，

运输企业因仓储、物流、装卸、搬运等设施落后，粮食抛撒损失严重；在加工环节，加工企业过

度追求精加工，造成粮食加工成品率低。据专家测算，仅农户储藏、运输、加工等环节每年损失

浪费的粮食，相当于 2亿人一年的口粮。 

    节粮减损与提高粮食生产量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节粮减损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节省

了耕地和水资源，也保护了生态环境。节粮减损，应呼吁全民参与。但仅仅停留在呼吁阶段是无

法解决根本问题的。对于杜绝餐饮粮食浪费以及节粮减损等问题，应加强法规建设。当前粮食安

全潜在风险仍存，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推动相关法规建设刻不容缓。 

    近年来，加快推进粮食安全保障立法，实现粮食安全保障从政策治理到法治治理的根本转变

已成国家高层共识。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推进粮食安全保障立法提出明

确要求，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粮食安全保障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一类项目。《粮食安全

保障法》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法律，将针对粮食生产、储备、流通以及粮食质量和应急等

不同环节可能引发的粮食风险隐患重大问题，提前做好制度设计与法规建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宪魁曾在积极推进粮食安全保障法等

起草工作开展调研时指出，以法治方式守好管好天下粮仓，《粮食安全保障法》为粮食的生产、

储备、流通、销售、应急保障等方面提供法律保障。加快推进粮食安全保障立法，可以说是社会

上下普遍共识。 

    对于制止餐饮浪费，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

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加强立法建设，从法律层面加强对粮食生产、收购、储存、运

输、加工、消费等环节进行管理，在促进粮食生产的同时加强节粮减损，确保“我们的饭碗应该

主要装中国粮”这一粮食安全的底线。 

    目前制止餐饮浪费的倡议，引发社会各界共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未来我国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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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还将长期处于紧平衡，加强立法建设确保粮食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之策。可以预

见，呼之欲出的《粮食安全保障法》将重塑我们的消费理念与行为。 


